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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一名肝内

科护士，1986年出生的奚欢本身专业其实与
呼吸科并没有太大关联。但看着同事们一个

个奔赴武汉前线，前方医疗队人手又紧缺的
情况下，她还是报名了。

奚欢的丈夫狄海国，是东航的一名发动
机工程师。在妻子出发的 2月 7日，他提前赶

到机场，看到妻子后，跑过去就说了一句

话———“你放心，家里有我”，随后远远地目送
妻子上了飞机。

奚欢说，在武汉的工作节奏很快。她跟随

中山医院医疗队整建制接手武大东院的两个

重症病区。在这里，患者不仅遭遇病痛的折
磨，还遭受失去亲人的悲痛。奚欢记得，有位

患者因为亲属相继过世，不仅心情极度低落，
连生活物资都没人补给了。医疗队马上安排

人员采购必需品送过来，每个班次都会给他
特殊的关心与鼓励。“我们医疗队员还把全国

各地捐赠的水果、牛奶等分发给患者，告诉他

们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意，患者们很感动！”

到武汉的第 5天，是奚欢的生日。“6天
前，你勇敢地加入赴鄂医疗队，冲锋在抗疫第

一线，离开了最爱的家人⋯⋯”距离上夜班还

有两个多小时，在医疗队驻地酒店的小厅里，
一个简短又匆忙的生日会让奚欢意外又开心。

医疗队领队、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朱
畴文给她送上一张手写的生日卡片。奚欢还与

两个儿子视频通话，她说：“妈妈很快就会回
家。”一句话，说得很多医疗队队员落泪了。

● 同事眼里的她 奚欢是一名 12 年党
龄的青年党员，一个“能量满满的年轻人”。 作

为肝脏科护士， 为迅速适应呼吸支持护理等
新工作，她会自己反复琢磨，下苦工夫练习。

对奚欢来说，最开心的事，就是让转进来的病
人越来越少，转出去的病人越来越多。

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 余情

    她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

合医院内分泌科里的“大姐姐”，大伙儿有什
么事，都会来找她帮忙。昨天，上海中医药大

学党委和妇委会为“女战士”们准备了鲜花和
面膜，上海九州通一早发车，让支援武汉的队

员们晚上就收到了节日礼物。狄慧娟拉着同
伴，开心地在队旗下合影留念。

2003 年抗击 SARS、2013 年抗击 H7N9

禽流感，狄慧娟都主动报名参加医院发热门
诊工作，奋战在第一线。这次看到医院发出驰

援武汉倡议，她又第一时间报名。“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作为一名白衣战士，我必须到前线

去！”狄慧娟的话铿锵有力。接到出征通知时，
离出发不足 3个小时，丈夫快速帮她整理行

李，送她到医院集合。“我支持你。请你一定保
护好自己，我在家等你回来。”

到达雷神山医院，狄慧娟处处冲锋在前，
带领队里年轻护士日夜守护患者，还提醒大

家做好防护。经过她们的精心护理，已有多名

患者出院———“我们将很多海派中医特色运
用到患者治疗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她每天都会和家人报平安，空下来也会

督促上初二的孩子认真上网课。她说自己是

个平平淡淡的人，疫情结束后要更加珍惜平
凡幸福的每一天。

● 同事眼里的她 我们大家都喜欢叫她
阿狄。 第一次见到她感觉默默无闻， 相处久

了，才发现原来有一种温暖叫润物细无声。 我
们习惯了把她当姐姐，工作上有困难，总想着

问问阿狄吧，阿狄也从来不拒绝人。 最挑剔的
病人、最苦最累的工作，她都冲在前面，从不

抱怨。 但我知道，她坚强的外表下其实也有伤

痛：有母亲逝去的痛，有自己伤病的痛，但我

们看到的却是她一贯淡然温暖的脸。 有些人
的付出，并不是轰轰烈烈，却是必不可少，温

暖又有力量。 岳阳医院护士 张晓燕

    陈贞是华东医院 ICU（外科重症监护室）
护士长，她 1月 24日作为上海第一批援鄂医

疗队队员前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担任北三病
区护士长。她还担任了第一临时党总支第七

党支部书记。一个半月来，她带领护理团队的
姐妹们守护在患者身边，既是护士，更像是亲

人，临床护理、生活照料，还带给患者更多的
心理疏导、安慰和信心。

陈贞一人负责 2个病房 6名患者，其中

有 3名重症患者，这样的护理量对于常规监
护室配比都算一个极限的安排，更何况还是

在传染隔离监护病区里。面对病区中 28名中

重症确诊患者，陈贞带领护理团队的姐妹每
天穿着层层的防护服、隔离衣，戴着紧紧贴合

的防护口罩、护目镜，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
作为北三病区的护士长，她始终工作在第一

线，在排班时，为了照顾其他队员，当仁不让
地把病区最易感染、最危险的活———患者气

管插管、深静脉注射等都留给自己。同时，她

还要完成病区管理、规章操作制定、各类报表

上报等行政管理工作，一周的工作量高达 84

小时⋯⋯

因为在隔离区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全

副武装”，戴着口罩的她因为一双温暖而刚毅
的大眼睛让人印象深刻，病区患者都亲切地

称呼她为“大眼睛”护士长。

● 同事眼里的她 不仅是在抗击新冠肺
炎的武汉前线，在平时的工作中，每当出现

危急病情，不管白天深夜，总能看到陈贞的
身影。 有一次她竟然在岗位上连续工作了

24 小时。 夜里太累， 坐在椅子上就可能睡
着，她硬是站立在病危病人的床边，直到第

二天交班，大家都心疼得不得了。 陈贞被领

导下命令让回家休息。陈贞的业务能力是优
秀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全身心投入的奉献

精神。 华东医院护理部主任 程云

    陈佳昨天收到了最好的节日礼物，在第

四批国家中医医疗队（上海）驻地，她和其他
10名队员举起右手，面对党旗庄严宣誓，从那

一刻起，她有了一个新的身份：预备党员。
她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急诊

科护士长。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她一直奋
战在急诊第一线，回家一天比一天晚，后来变

成了常驻急诊值班室。有天深夜回到家，儿子

心疼地问：“妈妈，你怎么脸上和额头上有这
么深的勒痕？”陈佳告诉儿子，因为妈妈是白

衣超人，战斗都要戴面具。
陈佳的丈夫是做广告业务的，平时隔三

岔五出差，家里的琐事一般都由陈佳打理。不

过这一次，他却特别支持妻子。在给陈佳的家
书里，他这样写道：也许真的是离得越近，就

越无法看到你的全貌。直到今天你与诸位岐
黄同道们毅然转身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你

所迸发出的精气神。
来到雷神山，在惊讶于“中国速度”的同

时，陈佳和同伴一起，用单薄的肩膀扛起布置

病房的重担，运物资、搬设备⋯⋯她从不喊
累。“看着病房一点点成形，还是很骄傲的，也

深深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出征前，陈佳没
敢告诉父亲真相，可一条忘记屏蔽爸爸的朋

友圈暴露了她。爸爸担心之余，就是反复叮嘱

她要做好防护，平安归来。
“病人大多善解人意，我们每次进隔离病

房，都会关心我们有没有吃饭。”陈佳说，“病
人对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都很有信心。”

前两天，陈佳和上三年级的儿子视频，孩
子很想妈妈。“但他或许不希望我那么快回

去，因为我会盯着他做作业。”陈佳笑着说。

● 同事眼里的她 陈佳是一名敬业优秀
的护理人，也是一位优雅明丽的女性。 急诊是

一个繁忙的科室， 她总是能在带领我们有条
不紊地完成工作的同时， 又令我们始终对这

份职业保持着单纯而热忱的认同与归属感。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我们静候曙光东急诊

的巾帼归来！ 曙光医院护士 熊仕琳

1652名队员中有1088名女性， 她们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1997年出生的李依长着一张娃娃脸，是

一位刚毕业一年不到的党员护士，也是仁济
援鄂医疗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

“我老家就在湖北汉川，我本科毕业于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在武汉读了四年书，

我的同学、老师们就战斗在武汉的各个医院，

你让我怎么坐得住？”李依说。
武汉暴发疫情后，李依立即申请参加仁

济医院隔离病区的护理工作。得知选拔医疗
队员的消息后，她又第一时间报名。她说：“虽

然我是一名新护士，但是我也是一名党员，更

是一名湖北人。请让我为家乡尽一份力。”
目前，李依随仁济医院医疗队奋战在雷

神山医院，接受完采访就要去上夜班。她在电
话中告诉记者，有一个患者有老年痴呆，人清

醒的时候还好，不清醒的时候就完全不配合，
一直吵着要回家，但无论何时，老人家都挂念

着在其他医院治疗的老伴，老是念叨：“不知

道今天老伴怎么样了，有没有人照顾？”这是
耄耋之年最朴实的爱。李依会讲一点武汉话，

所以经常去安抚老人的情绪，有一次，聊了一

会儿就成功把焦虑的爷爷“哄睡”了，直到补
液顺利完成。

李依说，妈妈毫不犹豫地支持她，但每天
一定要跟她视频一次，哪怕会等到很晚。“我

后来才知道，妈妈每天在家紧盯新闻，尤其是
与雷神山相关的。”李依说，有时与妈妈通话，

听筒那边有静默与哽咽，她知道妈妈在落泪。

● 同事眼里的她 依依是一个学习能力
很强、工作态度认真的姑娘，总能把事情做到

最好，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对患者也很关心，

跟同事关系也很融洽，是一名很优秀的护士。

上海市第八批援鄂医疗队队员 张佳冉

    她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风湿

免疫科的护士长，有 20年工龄了。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她交了请战书———她把行李箱放
在医院里，说自己进入了“战备状态”。

“初识她，是在 20年前。那天和她一起值
班，正碰上一个重症病人的抢救，这个病人是

皮肌炎，静脉不好打，病人很烦躁。我发现这
个年轻瘦弱的护士很特别，一面用温暖的话

语安慰病人，一面沉着冷静、‘一针见血’地执

行医嘱。事后才知道，这姑娘当天还发着烧。
经历过那次搭班，让我对这个姑娘关注起

来。”风湿免疫科主任茅建春回忆。

2月 15日上午 8时 30分，席丽君接到了
驰援武汉的通知，本想回家看一眼，但路途遥

远让她打消了念头，却留下了一丝小遗憾。这

次出征武汉，家里人非常支持。“唯一不确定

的是我妈妈，我铺垫了好久———先告诉她我
可能要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再告诉

她要去武汉。”席丽君笑着说，“妈妈也是医务
人员，反过来劝慰我，让我安心。”

来到武汉雷神山医院，席丽君自嘲“解锁

了十八般武艺”。“我们想把工作做到最好，为

更多武汉患者带来上海的温度，体现上海的

护理质量。”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错过了孩子的成人

礼，每天工作都很繁忙，回到驻地孩子也都睡
了，这段时间也没来得及视频联系。“回去再

去补上吧。”她说。
她用四个词形容三周来在武汉的工作和

生活：充实、紧张、忙碌、有收获。

● 同事眼里的她 她工作上思路清晰，

安排妥帖，对待患者态度亲切和蔼，现在我们

一起在武汉雷神山医院支援， 无论多么忙乱
的情况，她都沉着冷静，用温柔的声音，稳稳

地安排着各类工作，是一个让人安心的、漂亮

的“大姐姐”。 龙华医院肾病科护师 周睿

    出发驰援武汉时，高彩萍有些放不下 1

岁半的小女儿。女儿是早产儿，一直是高彩萍

自己带。“她很争气，我离开的一个月里身体
很好。”高彩萍眼里流露出一丝温柔：“大的孩

子三年级了，也很自觉。同济大学安排了大学
生志愿者一对一辅导，让我减轻了顾虑。”

高彩萍是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重症
监护室的护士长，随着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来到武汉，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工作。她笑
称自己像个文艺委员，除了日常护理工作，

她还和伙伴们带患者一起跳广场舞、做呼吸

操，还举办读书会和知识竞赛等各类活动。
医生们和她开玩笑：“现在病人忙得没空找

我们了。”
有位五六十岁的阿姨和高彩萍成了忘年

交。阿姨是服装设计师，原本是新冠肺炎重症
患者，治疗后症状减轻转到了方舱医院。她一

直焦虑，觉得自己病很重。“做了各项检查，都

符合出院标准了，可她却不愿意走。”高彩萍
介绍，“方舱医院的精神科医生评估认为她有

点抑郁。”后来，高彩萍组织什么活动都会拉

上她，也为她做一些心理护理，渐渐地，阿姨
的情绪平定了。出院那天，阿姨告诉高彩萍，

等疫情过去要旅游，到了上海一定联系她。
就在今天，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休舱。“希望

疫情早点结束，我们也能和家人团聚。”

● 同事眼里的她 人尽其才， 这是她最
难能可贵的特点，不让下属做无用功，大家也

很愿意听她的。 医护人员聚集不利于疫情防
控。 因此有些事情，都由我们俩先行沟通，很

多时候，我们沟通好了，就等于整个东方医院
的医护团队都商量好了。

东方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李昕

    雷神山医院感染三科五病区的一面墙

上，贴着医护人员的各种心愿。其中一条写
着：愿所有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等乌云散

开，我们一起去武大看樱花。这是上海中医
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手术室护士长刘青

的心愿。
刘青很早就报名支援武汉，2月 15日，她

终于随第四批国家中医医疗队（上海）踏上了

援鄂之路。进入雷神山医院的第一天，刘青就

忙着和大伙儿一起领物资、布置病房。“大家

都说上海的小姑娘娇气，但在我们队伍里，女
同胞各个都是好样的。”开科收病人后，从规

章制度的建立、护士的排班，到常见的水电维
修，都和在上海不同。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

合，这些挑战也都慢慢克服了。
刘青没想到的是，因为工作忙，和家人的

第一次视频，竟拖到了来武汉后的第 8天。上

一年级的孩子一看到她就哭了，问道：“妈妈

你是不是工作忙得把我忘了。”这让刘青很是

心疼。丈夫平时不善言辞，这回却说了很多
话，让她照顾好自己，照顾好队里的年轻护

士，尽最大努力救治病人⋯⋯
● 同事眼里的她 我们都亲切地喊她

青。 不要看她平时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架子，可
是一旦把她惹急了， 那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

了，她可较真了！ 她经常是不达目标不罢休，

往往连一个小问题都不放过， 这不是典型的
摩羯座性格吗？ 相处久了，你就会喜欢上她，

一个爱哭爱笑，爱憎分明的姑娘！

上海市中医医院护士 朱颖

    “很忙，忙到忘记时间，到饭点也不想吃

东西。”来到武汉三院一个多月，第二批上海
援鄂医疗队成员、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危重

病科主任王瑞兰如此形容自己的感受。
尽管如此，在将武汉三院光谷院区第一

批新冠肺炎治愈患者送出医院时，王瑞兰还
是非常有成就感。如今，病区的患者一大早就

会问：“上海的专家什么时候会来看我？”王瑞

兰为患者建立了战胜病魔的信心。

作为重症医学领域的专家，王瑞兰在到
达武汉市第三医院后，根据统一部署，被分入

了 ICU医疗组。她所在的小组共有 12名成

员，她担任副组长一职，是组里唯一的女医

生。按照工作制度，王瑞兰进入 ICU病房后，
至少要在里面工作 4个小时，值班医生则要

6小时以上。ICU中没有椅子，医生都站着工
作。“我们也不敢坐，怕把防护服弄坏了。”王

瑞兰说。
危重病房的人数会不断变化，患者的病

情变化往往难以预料，王瑞兰经常超时工作，

在病房里一待一整天。按照病情，她把患者分
为轻、中、重三种类型，带领监护室医生一一

查看，确定诊疗方案，梳理各类医嘱。有一位
感染性休克的疑似新冠患者，王瑞兰凭着自

己丰富的经验判断其为肝脓肿，在得到正确

的治疗后，病人很快好转并转至普通病房。
从事重症医学 30多年的王瑞兰，2009年

曾和团队成功救治上海市首例 H1N1甲型流
感重症患者。“我们重症医学科的医生，每天

都是‘往前冲’的工作状态，所以在武汉三院
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就跟以往每天的工作差

不多。如今对这一类疾病的诊治流程，我们已

经很熟悉了。相信面对任何情况，都能泰然处
之，冷静应对。”王瑞兰说。

● 同事眼里的她 王主任把在上海事事
亲力亲为的习惯带来了武汉， 不愿放过任何

一个细节， 很荣幸能和王主任共同在武汉三
院并肩作战，希望胜利尽快到来！

市一医院急诊危重病科主管护师 沈燕

在这个特别的春天，有许许多多的“她”身影令人难忘。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疫里，巾帼英雄们用坚守与付出，给我们带来
战胜疫魔的温暖力量。
“三月牡丹呈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在上海援鄂医疗队

里，女性占了大多数。上海市卫健委最新统计，上海援鄂医疗

队 1652名队员中，1088 名是女性。
她们是守护生命的白衣天使，是抗击疫情的无畏战士，但，

她们也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她们自己。只是在危急关
头，一朵朵铿锵玫瑰，汇成疫霾下一束束温暖而坚定的光。

致敬！在这次疫情中奉献的每一位“她力量”！

援鄂医疗队：铿锵 玫瑰汇成最温暖的
本报记者 郜阳 左妍

王瑞兰 忙起来就忘记时间

陈佳 “白衣超人”一线入党

奚欢 能量满满鼓励病患

狄慧娟 大姐姐处处冲在前

李依 我要为家乡尽份力

席丽君 “十八般武艺”都用上

高彩萍 方舱医院里“带气氛”

刘青 自己动手装备病房

陈贞 一周工作量84小时

■ 狄慧娟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 郜阳 摄

■ 奚欢 采访对象供图

■ 王瑞兰（左一） 采访对象供图

■ 陈佳

■ 陈贞 采访对象供图

■ 刘青

■ 高彩萍

■ 席丽君

■ 李依 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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